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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典藏清代檔案所見的台灣軍事與社會 
 

                             許 毓 良∗
 

     

    台灣的歷史若從17世紀漢人大規模來台拓墾算起，至今約有400年的歷史。

在這歷史發展當中，歷史學者透過不同時期統治者的統治，劃分出五個階段─荷

西時期(1624-1661)、鄭氏時期(1662-1683)、清代(1684-1895)、日治(1895-1945)、

戰後(1945-迄今)。從這五個歷史分期中來看，清代無疑是歷時最久的；而且也是

台灣從原住民社會，轉變成漢人社會的關鍵性階段。從這二個重點審視，清代台

灣史對整個台灣歷史研究的重要性，自然不言可喻。 

 

    不過清代台灣歷史的時間實在太久，在這 212年(1684-1895)當中，有無發展

的關鍵是值得注意？事實上是有的，答案就是軍事。因此從軍事來思考清代台灣

的歷史，總共可以整理出四個重點值得討論。 

 

1.)清代治台政策階段性的轉變都與軍事有關。 

 

2.)清代治台政策一轉變，社會發展(包括：航線、移民、拓墾、商務、民番關係

等)，也會受到影響。 

  

3.)透過第一、二點得知，扣緊軍事與社會的討論，實為研究清代台灣史重要議題。 

 

4.)然而涉及到軍事，史料的記載與典藏，一定都以官方為主。不過所謂的官方，

其實又分為中央與地方。中央在清代就是朝廷，地方就是省道府州廳縣衙門。 

 

    所以本報告既然是用官方史料來討論，等於就是用清代衙門的檔案來進行研

究。簡言之就是透過檔案，來了解清廷眼中的台灣軍事與社會。至於在檔案方面，

中國與台灣分別典藏的檔案，則是今天要討論的主題。但因時間有限，本文只使

用數量最多，而且跟清代台灣最有關係的七種檔案─題本、奏摺、黃冊、地圖、

淡新檔案、劉銘傳撫台前後檔案、岸裡大社文書(案簿)，做為討論的依據。而它

們的典藏地如下：  

 

 

 

 

                                                        
∗作者現為私立天主教輔仁大學進修部歷史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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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兩岸清代台灣檔案典藏單位 

清代公文層級 清代公文種類 清   代   公   文   主   要   典   藏   地 

       中國          台灣 

中央層級檔案 

(皇帝、殿閣大學

士、軍機大臣過

目與批示公文) 

題本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奏摺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獻檔案館 

黃冊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 

地圖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北京)國家圖書館 

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獻檔案館 

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地方層級檔案 

(府廳縣公文) 

淡新檔案           ─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劉銘傳撫台前後檔案           ─ 國立台灣博物館 

岸裡大社文書(案簿)           ─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再者，為便於清代台灣史的討論。我把這 212年(1684-1895)的歷史，劃分成

五個階段。每個階段，茲舉一、二種，或者二、三種史料做為討論的依據。至於

在軍事與社會的主題上，本文鎖定在四個方面： 

 

1.)動亂─治台政策 

2.)駐軍─人口數量 

3.)番界─原住民 

4.)洋務運動─建省 

 

 

第一階段：康熙二十三年至六十一年(1684-1722) 

 

一、討論主題： 

1.)動亂─治台政策 

 

二、討論史料：題本 

 

第二階段：雍正元年至乾隆五十三年(1723-1788) 

 

一、討論主題： 

1.)動亂─治台政策 

2.)駐軍 

 

二、討論史料：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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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清代臺閩綠營人數 

編號 年         代 福建綠營人數 臺灣綠營人數 資    料    來    源 

1. 康熙23年(1684) 83562名       ─ 金 鋐，《福建通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年)，頁 1541~1547。 

2.  康熙28年(1689)  8000名 

(不包括澎湖 2000名) 

蔣毓英，《臺灣府志》(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5

月)，頁 210~211。 

3. 乾隆19年(1754) 51124名 10670名 

(不包括澎湖 2000名) 

不著編人，《兵部則例□□卷‧營制》，清乾隆內(務)

府抄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4. 嘉慶16年(1811)  12142餘名 

(不包括澎湖 1858名) 

翟 灝，《臺陽筆記》，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二○種，

1958年 5月，頁 2。 

5. 道光27年(1847)  12799名 

(不包括澎湖 1858名) 

丁紹儀，《東瀛識略》，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二種，

1957年 9月，頁 41。 

6. 同治 8年(1869)  6938餘名 

(不包括澎湖 762名)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二

七種，1958年 9月，頁 287。 

7. 光緒 8年(1882)  4323名 

(不包括澎湖 177名) 

劉銘傳撰，馬昌華、翁 飛點校，《劉銘傳文集》(合

肥：黃山書社，1997年 7月)，頁 223。 

8. 光緒19年(1893)  2405 

(不包括澎湖鎮) 

蔣師轍，《臺灣通志》，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一三○

種，1962年 5月，頁 651~678。 

 

 

表三 清代台灣動亂奏摺傳遞時間 
編號 事件名稱 波及區域 動  亂  天  數 福建得知時間 北京得知時間 參與亂事人數 動用軍隊人數 

1 朱一貴事

件暨餘波 

臺灣縣 

鳳山縣 

諸羅縣 

康熙 60年 3月 15日~ 

康熙 61年 6月 19日

(1721.4.7~1721.7.30~172

2.8.1) 

朱案 116天，餘波斷續

339天，共 455天 

康熙 60年 5月

6日(5.29) 

 

案發第 53天 

 

     ─ 

 

至少 20,000人 兵丁 

21,700 

熟番 

500 

義民 

12,500 

總共約 

34,700人 

2. 討伐中部

熟番 

彰化縣 雍正 9年 12月 24日~ 

雍正 10年 11月 4日 

(1732.1.21~1733.12.18) 

共 358天 

雍正 10年 1月

2日(1732.1.29) 

案發第 10天 

 

    ─ 

有記錄者 6,000~ 

7,000人 

兵丁 

6,000 

3. 黃教事件 臺灣縣 

鳳山縣 

諸羅縣 

乾隆 33年 10月 2日~ 

乾隆 34年 3月 27日 

(1768.11.10~1769.5.3) 

共 175天 

乾隆 33年 10月

12日 

(1768.11.20) 

案發第 11天 

乾隆 33年 11月

7日 

(1768.12.15) 

案發第 36天 

有記錄者 527 兵丁 

1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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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漳泉械鬥 嘉義縣 

彰化縣 

乾隆 47年 8月 29日~ 

乾隆 48年 1月 8日 

(1782.10.5~1783.2.9) 

共 128天 

乾隆 47年 10月

4日(11.8) 

案發第 35天 

乾隆 47年 10月

21日(11.25) 

案發第 48天 

拏獲 489人 兵丁 

1,440 

(福建援軍人數

不明) 

5. 林爽文事

件 

臺灣縣 

鳳山縣 

嘉義縣 

彰化縣 

淡水廳 

乾隆 51年 11月 22日~ 

乾隆 53年 2月 4日 

(1787.1.10~1788.3.11) 

共 426天 

乾隆 51年 12月

初 

 

案發半個月內 

乾隆 51年 12月

27日

(1787.2.14) 

案發第 36天 

包含被裹脅者 

200,000人 

兵丁 

100,000 

義民、番 

61,500 

總共約 

161,500人 

6. 陳周全事

件 

彰化縣 乾隆 60年 3月 10日~ 

乾隆 60年 3月 17日 

(1795.4.29~5.6) 

共 7天 

乾隆 60年 3月

17日 

(1795.5.6) 

案發第 7天 

乾隆 60年 4月

9日 

(1795.5.26) 

案發第 27天 

有記錄者

300~400 

兵丁 

490 

義民 

2,000 

總共 

2,490人 

7. 漳泉械鬥 嘉義縣 

彰化縣 

淡水廳 

嘉慶 14年 4月 8日~ 

嘉慶 15年 1月 11日 

(1809.5.22~1810.2.15) 

共 270天 

嘉慶 14年 5月 

案發一個月內 

嘉慶 14年 8月

19日(9.28) 

案發第 130天 

有記錄者 380人 兵丁 

6,400 

番屯 

700 

總共 

7,100人 

 

第三階段：乾隆五十三年至道光十二年(1788-1832) 

 

一、討論主題： 

1.)動亂─治台政策 

2.)駐軍─人口數量 

 

二、討論史料：奏摺、黃冊 

 

表四  乾隆朝臺灣人口總數一覽 
編號  年         分  人   口   數  台灣綠營人數 

1. 乾隆六年(1741)      ─ 12670(包含澎湖) 

2. 乾隆十九年(1754)      ─ 12670(包含澎湖) 

3. 乾隆二十一年(1756)    660147  

4. 乾隆二十八年(1763)    666040  

5. 乾隆二十九年(1764)    666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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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乾隆三十年  (1765)    666380  

7. 乾隆三十二年(1767)    687290  

8. 乾隆三十三年(1768)    691338  

9. 乾隆三十八年(1773)    765721 12670(包含澎湖) 

10. * 乾隆四十一年(1776)    788193  

11. 乾隆四十二年(1777)    839803  

12. 乾隆四十三年(1778)    845770  

13. 乾隆四十四年(1779)    871739  

14. 乾隆四十五年(1780)    888516  

15. 乾隆四十六年(1781)    900940  

16. 乾隆四十七年(1782)    912920  

17. 乾隆四十八年(1783)    916863 12087(包含澎湖) 

18. 乾隆五十三年(1788)    920836 11957(包含澎湖) 

19. 乾隆五十四年(1789)    932420 12176(包含澎湖) 

20. 乾隆五十五年(1790)    943414  

21.** 乾隆五十八年(1793)    978420  

22. 乾隆六十年(1795)      ─ 13376(包含澎湖) 

資料來源： 

宮中檔、軍機處檔月摺包，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摘自莊吉發，《清史

論集(二)》(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 12月)，頁 373。 

*乾隆朝漢文錄副(軍機處錄副─財政)，檔號：0755，微縮號：051，中

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乾隆朝漢文錄副(軍機處錄副─財政)，檔號：0766，微縮號：05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第四階段：道光十二年至同治十三年(1832-1874) 

一、討論主題： 

1.)動亂─治台政策 

2.)番界─原住民 

 

二、討論史料：淡新檔案、岸裡大社文書 

 

第五階段：同治十三年至光緒二十一年(1874-1895) 

一、討論主題： 

1.)治台政策 

2.)洋務運動─建省 

 

二、討論史料：劉銘傳撫台前後檔案、地圖 


